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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高标准农田 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桂玉清，韦 飞，曹步凯/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局

江苏省从 2009年起探索建设高标准农田，到 2017年底全省己建成高标准农田 4000多万亩，高标准农田占比约 59%。在这

近十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探索中，纳入农业综合开发统计的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 1337万亩，项目总投资 183.8亿元，其中财政

资金 170亿元，亩均财政投入约 1300元。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建设了优质农产品基地，加快了农民增收步伐，

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近十年的建设和探索，给我们留下几点有益的启示：一是规划先行。省政府非常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2009 年农业综合开

发部门组织编制了《江苏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10-2020年）》。通过规划，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序推进，各项目标任务

正按规划完成，苏南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二是政府重视。从 2009年起江苏农业综

合开发高标准农田投入资金 163.2亿元，其中 95%以上都是财政投入，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及龙头企业参与高标准农

田建设主要是投劳折资或以物折筹。2015-2017年，在新沂、宝应和建湖开展了三年高标准农田整县推进试点建设，规划共投入

24.7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144.3万亩，三县（市）政府统筹各方面力量，合力推进高标准农田整县（市）覆盖，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效果。三是规范管理。高标准农田项目申报实行严格的专家评审制、公示制；项目实施推行全面公开竞争性招标，每个

工程都定点定位，强化专业监理、群众监督和部门监管“三位一体”的项目质量控制体系；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项目资金，实

行财政资金县级报账直拨制；项目验收和资金使用严格推行先审计后验收制度。从 2015年起，省国土厅开展全省高标准农田上

图入库工作，逐步实现高标准农田全省“一张图”，将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落到田块，做到图、表、册与地块一致。四是集中

投入。多年来农业开发高标准农田坚持集中投入连片治理，实行“先易后难”政策，基础条件相对好的农田优先纳入治理。2013

年编制了全省高标准农田“四沿”（沿国省交通干道、沿河、沿海、沿黄河故道）工程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各地串点连线，消

灭空白点，全省建成 30万亩连片高标准农田集中区 3个、20万亩的 9个、15万亩的 4个、10万亩的 15个，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社会效益。2014 年起开展了高标准农田整县推进三年试点，要求试点县统筹安排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

开发、千亿斤粮食等各类农田建设资金集中投入，形成合力。泰州、南通两市从 2016年起开展高标准农田整市推进建设。

新时代，江苏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协调，更新建设理念，调整投资政策，放宽管理政策，

创新投融资方式等，更好地适应江苏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作出新贡献。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各级职责。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中要明确省市县三级职责，各级不越位也不缺位。省级要成立高标准

农田建设协调机构，明确牵头部门，制定全省高标准农田项目规划、投资、管理和验收考核的规章制度，并通过全省高标准农

田中长期规划和计划投资来调控和引导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市县两级侧重于项目实施的监管和验收，以县级高标准农田项目

为平台整合各类农田建设投入，逐步实现农田建设、生产、技术服务等资金的大整合，形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合力。乡（镇）和

村是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和运营管护主体，是项目建设质量和管护的第一责任人。

调整投资政策，拓宽建设内容。高标准农田投资方面要更好地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发展需要。如在亩投入上按实际需求由各

地自行申报，不强求全省统一投入标准；建设内容上不作硬性规定，按乡村振兴的需求把建设内容由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把田间废旧建筑物的拆除、废沟呆塘整治纳入投资计划，把细碎化的农田规整化，以适应大户种植需要；

扩大县级调整权限，招标节余资金不纳入计划调整范畴，省级一次性批复后原则上不再批复计划调整；项目建设期上由 1 年改

为 1〜2年，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项目进度，但省级有权根据各地在建项目情况安排年度投资计划。

改革投资方向，强化建管并重。多年来，在开发、水利、国土、发改等多部门项目投入下，江苏省大部分农田基础条件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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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很大改善，各地反映集中连片、未开发的耕地越来越少。零散田块的增多要求我们调整“集中连片”的选项政策，将“零

散地”“边角料”纳入治理改造。在此基础上，投资投向上要从“重建轻管”调整为“建管护修”并重。对十年内的项目区一

般不允许再投入治理，但以前建设的高标准农田由于配套标准低或因为工程自然老化损毁得不到及时维修而影响项目区效益发

挥的情况较多，建议将 10年甚至 15年以上的老项目区维护好、管理好也纳入今后高标准农田的投资范围。安排一定比例（30%

以上）的资金专门用于老项目区工程的维修和管护，进一步完善老项目区的工程配套，让小投资发挥大作用。

创新建设理念，推进项目升级。全面促进江苏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转型升级，推广标准化治理技术、智能化管理联合、生态

和节地技术，满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丘陵、平原和圩区不同农区农田制约因素研究推广适宜的高标准农田治理模

式、建设标准和工程配套标准等技术规范。项目田间工程和设备中大力推广应用智能化远程控制设备，如智能泵站、智能量水

和配水设备设施，实现田间灌排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同时，加大生态和节地技术的应用，增加农田林网、土壤改良和农业科技

的投资建设，工程建设中要尽量推广装配式、可拆卸、重复使用的工程技术，减少混凝土的大量施用，减轻对农田二次污染；

全面推广节地和节水的管道输水（暗管）技术，既节约耕地又能减少后期管护成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中还应广泛应用地

理信息和大数据处理等新技术，实现田间工程测量、监管的高度自动化、信息化和精准化。

加大资金整合，创新投融资模式。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工程，要实现投资建设的可持续和良性发展，

改革和创新投融资模式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农村耕地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进，土地资产要素流动性加快，必将迎来高

标准农田建设主体的多元化，这要求我们逐步改变现行的财政一次性投入的模式，采用更加灵活的投资政策来吸引各类资本参

与其中。如采用有偿投入、中长期低（免）息贷款、贷款贴息等以满足不同建设主体的需要。加大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的

整合力度，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成立全省高标准农田投资管理基金，实现高标准农田投入的可持续。


